
辽河油田劳动模范高秋华个子不高，
话语不多，相貌平平。就是这样一个小个
儿男人，以顽强的毅力坚守新疆市场 10
年，将辽河油建从即将被淘汰的境地带到
塔里木油建市场前三强。

从“小工头”到“承包商”

2007 年 7 月，高秋华走马上任辽河
油田公司油建一公司塔里木分公司经理。

“塔里木油田市场开放早、社会化程
度高，许多老牌队伍在此闯荡多年，把持
着大部分油建市场，想从中分一杯羹很
难。”高秋华说。

初来乍到的高秋华，没有背景、毫无
资源，就像一个“小工头”。他一次次走进
甲方油建项目管理部领导办公室，每次都
是“无言的结局”。大半年过去，他一个活
儿也没揽到。

塔里木油田有个规定，在此地连续
两年没有施工记录，施工资质将被取
消。高秋华回想上任时领导的嘱托，流
下了眼泪。通过反思，他找到了失败的
原因：人家不熟悉我们，自然不会轻易
把项目交给我们。

于是，他开始与塔里木油田公司人员
全方位接触。有一次，业主要召开现场
会，高秋华的队伍不是参建单位，没有资
格参加。其他参会人员是应邀参加，他是

“硬要”参加，绕过大门口，从场站围墙一
个没完工的施工口蹭进了会场。没有多
余的座位，他就站着听，站着记。由于对
项目研究得很透，甲方忽略的问题，他就
及时补充。甲方开始注意到这位辽河油
建公司经理。

一天快下班时，他兴冲冲回到营地
喊：“有活儿了！”大伙儿高兴地围住
他，可当高秋华把话说完，大家却泄了
气。原来，此项目只有七八万元的收
入，之前两家单位都干砸了，甲方才主
动找上高秋华。

大家感到委屈：辽河油建以前干的都
是上百万、上千万元的项目，现在干这个小
活儿可真是大炮打蚊子——出力不讨好。

高秋华却兴致很高地开导大家：“这
是个好机会，咱们要好好干！”他选了 7 名
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3 天就完成这个任
务，辽河油建终于有了第一份业绩记录。

2008 年下半年，高秋华获得了首个
大项目——合同总额为 1456 万元的牙哈
装车站进站阀组工程。这项工程他们干
得非常漂亮。甲方领导在检查时评价说：

“这就是施工标准。”

高秋华自豪地说：“良好的施工业绩
是获得甲方信任的最好资本，也是开发市
场的有力武器。”2012 年，南疆利民管道
工程全面启动。在 6 家施工队伍参与竞
争的情况下，辽河油建凭借良好的施工业
绩和信誉中标。

从受冷落到混脸熟，从“陪绑”到参
与，从找活干到给活干，靠着一步步积累，
高秋华在塔里木油田站稳了脚跟。

高秋华说，“靠小打小闹不能发展”。
他紧紧抓住建设“新疆大庆”、南疆利民工
程等契机，靠精品工程和优质服务赢得了
更多市场份额，实现了长足发展，跻身塔
里木油田一类承包商行列。

油田建设工程公司经理赵明波说：
“目前，新疆分公司有 300余人，年承揽工
作量最高达 5.7 亿元，累计实现市场开发
额 16.3亿元，完成重点工程 30余项，已成
为塔里木油田工程建设的骨干力量，为辽
河油田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小油建”到“标杆队”

塔里木油田施工地域多为戈壁荒漠，
工作条件艰苦，工程施工难度大、协调任
务重、施工地点分散。高秋华最多同时管
理 4 个项目，工地间最远距离达 1400 公
里。他和同事一道，迎难而上、积极作为，
科学组织施工，确保了各项工程安全优质
高效完成。

高秋华告诉记者：“承揽到的项目如
果建得好，市场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
大，这就是品牌效应。”

在塔中南输气管道工程中，高秋华

合理调配资源，施工进度一路领先，在与
几家“老油建”的同台竞技中，取得了综合
排名第一的好成绩，被业主命名为“标杆
队”。在哈拉哈塘管线施工中，他们承担
的 80 公里标段有 120 多处地下障碍，施
工难度和风险极大。高秋华采取人工开
挖方案，提前半年完工，“辽河速度”引起
全线轰动。克深区块作为塔里木天然气
开发的主战场，是国家“西气东输”的主要
气源地。高秋华他们承揽的克深处理厂
一期工程，是全国最大、亚洲第二大天然
气处理厂，合同额 4.1 亿元，是辽河油田
外部市场承揽的最大单体工程。高秋华
与项目部同事齐心协力，历时一年半，高
效完成建设任务，交工投产一次成功，在
19家承包商中荣列施工单位第一名。

那段时间，高秋华获得了一个绰号
——“拼命三郎”。他白天盯在现场，晚上
忙着赶路，副驾驶座成了他的“行军床”，
手机铃声成为他的“行军令”。有时为了
破解一个施工难点，他会整夜不合眼。

185 公里恰克拉马河穿越是新疆的
关键工程，必须在一个夜间完成 500米宽
的河流穿越。高秋华克服施工设备不足
以及沙尘暴、夜里低温等困难，连续 24 小
时指挥施工。同事几次要求他休息，都被
他拒绝。直到次日凌晨 5 点，穿越顺利完
成时，一夜没合眼、水米未进的高秋华才
一屁股坐在地上，腿都迈不动了。

凭借着一项项精品工程，辽河油建队
伍获得塔里木油田的高度认可，获得塔里
木油田“优秀承包商”称号，并成为塔里木
油田安委会常委会成员单位。高秋华说：

“塔里木这片荒凉的沙漠充满生机和活

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闯不了的
市场，没有干不成的事业！”

从“小付出”到“大担当”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
生。”这是高秋华常常对同事说的一句话。

多年来，油田外闯市场的职工长期在
外工作，不仅面临艰苦环境的考验，还要
承受着情感上的煎熬。高秋华和同事们
承担很多、付出也很多。赵明波告诉记
者：“当企业需要他们时，他们选择的是矢
志不渝的奉献和坚守。”

去新疆的许多员工都很年轻，感情问
题是一大难题。高秋华认为，必须让来疆
的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代波现为哈拉哈塘二期项目总工程
师，2010 年是他到新疆工作的第 3 年，好
不容易交了个女朋友，却只能在繁忙的工
作之余挤时间打电话联系。

高秋华得知情况后来到代波工作的
项目，了解其恋爱进展情况后说：“等项目
收尾不忙时，该回去就回去吧。”代波听了
心里暖暖的。

这几年，高秋华本着“留人留心，来去
自由”的原则，真诚帮助在疆员工，使队伍
稳定、人心思干。他深知，新疆市场最缺
的是人才。因此，他特别注重培养年轻技
术骨干。

项目执行经理王皓说：“我成长这么
快，都是高经理一手培养的。”

2010 年，到新疆工作 3 年的王皓表
现不错，引起了高秋华的注意。这时，正
好有个中队长的位置空缺，高秋华想让王
皓干。

没想到，王皓一口回绝：“我管好自己
的一摊还行，带队伍没经验呀。”

其实，王皓担心他难以服众。于是，
高秋华特意在中队大会上强调：“不支持
王皓就相当于不支持我高秋华。”就这样，
小字辈王皓被“推”上中队长位置，成为油
建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队长，带领队伍干
了许多难活儿。

在高秋华的工作记录本上，写着这样
一句话：选择油建就选择了付出，选择大
漠就选择了奉献。他和他的同事们正用
自身的行动践行着这句话。

2011 年起，爱人陈韵茹几次劝高秋
华申请回来，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再等
等”。这一等，就等到了现在。陈韵茹说：

“要等的承诺很多，大多都未能兑现。其
实，我也没有奢求这些承诺能够兑现，只
想让他多陪陪我和孩子。”

陈韵茹告诉记者：“这两年，我明显感
觉秋华忙多了，经常晚上十一二点边吃泡
面边给我们打电话，有时说不上几句话就
挂了。”

“十二五”期间，辽河油建市场开发足
迹遍布全国，累计完成外部市场开发工作
量 103.9 亿元，成为辽河油田外闯市场的
主力军。赵明波说：“高秋华是辽河油建
外闯市场的先锋和楷模。当前，油田企业
正面临严峻形势，要走出经营困境，需要
更多的高秋华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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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漠 里 闯 出 大 市 场
——记辽河油田公司油田建设工程公司新疆分公司经理高秋华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姬学军

人物小传

高秋华是辽河油田公司油田高秋华是辽河油田公司油田

建设工程公司新疆分公司经理建设工程公司新疆分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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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任工程师公司主任工程师、、副经理副经理；；20072007

年以来年以来，，担任执行经理担任执行经理、、经理经理，，荣荣

获辽河油田公司劳动模范称号获辽河油田公司劳动模范称号。。

双眉紧锁，目光如炬，热
合曼·塔石将全部身心专注在
一把刀上。磨刃、瞄视、吹
气，再磨刃、再瞄视、再吹气
⋯⋯直至刀刃如线、泛着银
光，他才露出一丝微笑，摘下
眼镜，喝一口浓茶，开始与

《经济日报》 记者讲述自己与
刀的故事。

新疆沙雅县自古出名刀。
沙雅小刀以精巧别致、刀刃锋
利、经久耐用闻名，长的 10
余厘米，最短的装饰刀只有 1
厘米。从 15 岁起，热合曼就
跟父亲塔石·塔里甫学制刀。

“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刀王，他
的刀远销到西亚和欧洲。”提
起父亲，热合曼很自豪。

“父亲教导我不仅要用双
手 ， 更 要 用 心 来 制 作 一 把
刀。”在有着近 50 年制刀经
验的热合曼看来，制刀的功
夫更多在刀外，“优秀的制刀
者要具备积极的态度、平和
的心态”。

“夫有形者生于无形”，这
句话用来形容热合曼颇为贴
切。“做一把好刀，首先必须
要专注。”他说，“要让心静下
来。心真正静下来，时间就停
止了”。热合曼制刀时，经常
忘了时间。常常是伴着一把
刀、一碗茶，一天就过去了。
他喜欢喝茶，喝最普通的砖
茶。刀与茶成了热合曼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伴侣。“茶能让我
静心、专心。”他说。

锻打、沾火、定型、磨
刃、制柄⋯⋯沙雅小刀既是切割水果、肉食的工具，
也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要经过五六道工序才能完
成。“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热合曼不仅把制刀
当做一门手艺，还当做一件快乐的工作，“喜欢，就
不难”。

小时候，热合曼放学后写完作业，就帮父亲打下
手，晚上还经常梦见自己在制刀。他回忆说，“父亲
因制刀备受尊敬，看到父亲多次被评为生产标兵、技
术能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技术工人，就觉得制作小
刀可真不简单，是值得用一生来做的事情”。

“其实，每一把刀都是独一无二的。”在热合曼的
眼中，刀是有生命的，“你看，生硬的钢板经过打
磨，变成了锋利的刀身，就像帮助老人吃东西的牙
齿；无论是破损的牦牛角、黄羊角还是鹿角，经过剪
拆、修磨，再加以装饰，就变成了刀柄，成为有用的
东西，就像废物获得了重生”。

热合曼用父亲的名字注册了商标，制作的刀上
都刻有“塔石罕匠人”的标志。因为费时，加之年
龄的增长，如今热合曼制作的小刀产量很少，供不
应求。“要对每一把刀负责，宁可少一点，也要保
证品质。”热合曼说，慢慢打造出来的小刀才能称
为沙雅小刀，“不能砸了父亲的牌子，也不能砸了
咱这传承人的牌子”。

8 年前，热合曼成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维吾尔族传统小刀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每
年有 3600 元补贴。面对荣誉，他首先感到责任的重
大。“既然是传承人，就得把手艺真正传承下去。”热
合曼说。

罗合曼·芒苏尔是热合曼的得意弟子，曾到乌鲁
木齐参加自治区民间手工艺比赛，获得一等奖。与师
傅不同，他在闹市区开了一家专卖店。“师傅都还在
学，一直在做刀，我还差得远呢。”罗合曼·芒苏尔是
中国—亚欧博览会、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上的常客，
他还打算在乌鲁木齐开上一间店。“传承要靠发展，
必须得走进大市场。”罗合曼·芒苏尔说。

“年轻人喜欢琢磨，设计了许多新造型。”师傅接
过话茬。对弟子在传承中创新，千方百计开拓市场，
热合曼十分赞许，“现在，不仅要用心制作小刀，清
楚它怎么来；还要用心观察市场，了解它能往哪里
去。有了这两点，就一定会被认可”。

春日南疆，梨花飘香。在沙雅县锦绣花园小区，
依楼而建的一间狭小局促的作坊承载着热合曼·塔石
一生的梦。“从小接触做刀以后，就没想过会干其他
工作。”热合曼觉得，刀具在粗粝的砂轮上的摩擦
声，就像维吾尔族传统的木卡姆舞曲，尤其悦耳。
刀，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沙雅工匠有传人

本报记者

乔文汇

四月二十八日

，热合曼

·塔石在制作小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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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丽丽送完孩子上学，一到家就处
理起“微商”业务。尽管说话稍吃力、
语速也有些缓慢，但还是顺利地完成了
一单交易。

杜丽丽是一名脑瘫患者，却大胆借
助电子商务开始创业，不仅承担起家庭
重担，还带领朋友创业，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

采访中，这个安徽合肥经济技术开
发区海恒社区的普通家庭妇女，始终面
带微笑，透着朝气。

用毅力打开命运之窗

杜丽丽 1985 年出生，虽智力正常，
但在走路和说话方面出现较大问题，后
确诊为脑瘫。“我 5 岁之前不会走路。从
懂事起，我就能感受到和其他孩子不一
样，发誓要改变自己。我的父母也坚持
让我上学读书，才有了我的今天。”

凭着“改变自己”的信念，杜丽丽
一边坚持康复训练，一边努力学习知
识。她很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我一
定要有一技之长，做个能独立生活的
人。都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
你打开一扇窗，我要奋力去打开命运的
窗户”。

为增强自己的身体协调性，杜丽丽
坚 持 锻 炼 身 体 ， 具 备 了 良 好 的 体 质 。
2006 年，她参加了安徽省第四届残疾
人运动会，其坚持不懈和奋力拼搏的精
神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由于训练和
比赛的强度很大，当时她不停地使用喷
雾药剂，双腿贴满止痛膏。”杜丽丽的
教练说，她从没叫过苦，更没有打过退
堂鼓。在那届运动会上，杜丽丽取得了
一金三银的好成绩。这个成绩让杜丽丽
变得更加坚毅，也让她的追梦之路更加
多彩。

追梦的脚步从未停歇

2010 年 ， 杜 丽 丽 组 建 了 小 家 庭 ；
2012 年，双胞胎儿子降生，给这个小家
庭带来更多欢乐。“爱人的收入不足以维
持全家的生活，看着嗷嗷待哺的两个小
家伙，我下决心创业，不能让孩子受委
屈。”杜丽丽说。

“起初为多挣钱，我就帮人送餐，送一
份能挣 1 元钱。”2014 年 8 月，杜丽丽参加
了合肥经开区举办的电子商务培训班，开
始接触电子商务，也结识了通过电商创业
的成功者，“我感觉到这可能是个好机会，
就开始创业了”。

很难想象杜丽丽在创业的路上要克
服多少困难：拖着行动不便的身体跑商场
和展会，用吐字不清的话语和厂商、客户
沟通⋯⋯但她克服了这些困难，2015 年
10 月，她的微店月销售额超过 1 万元。“我

想用行动告诉孩子，只要努力坚持，就没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杜丽丽说。

杜丽丽的微信签名上写着这样一句
话：“梦想是要自己尽全力去拼的！”

经过拼搏，杜丽丽的梦想正在实现。
现在，她每月的销售额超过 6 万元，认识
她的电商同行对她的评价是：眼光好，会
营销，能吃苦，爱学习。

最近，杜丽丽发起成立了“丽人行创
业联盟”，成员有 20 多人，都是她在电脑
学校的同学和朋友，其中 5 位是肢体残疾
人。“起初，我的梦想是改善家庭经济条
件，现在，我有了更大的梦想，就是建立残
疾人创业联盟，去圆更多残疾人创业的梦
想。”杜丽丽说。

“他们有的人条件比我更艰苦，但是
都比我乐观、勇敢，所以我经常告诉自己，
即使再困难，追逐梦想的脚步也不能停
止。”杜丽丽坚定地说。

脑瘫患者杜丽丽凭着“改变自己”信念成功创业——

梦想是要尽全力去拼的
本报记者 文 晶 通讯员 孙 见

◀ 扎根大漠 10

年的高秋华。

（资料图片）

▼ 高秋华（左）

深入施工现场。

（资料图片）

▼ 高秋华（右一）与一

线员工交流。

（资料图片）


